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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固有功能，社会监督的有

机组成部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近

几年主流媒体在一些重大舆论事件中常常会“缺

位失声”。新媒体舆论格局下，如何培育监督文化，

推进主流媒体全面履职，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发

挥好“耳目喉舌”效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本文拟结合浙江视听界的“聚焦现象”，深入探讨

新时代加强舆论监督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舆论监督要避免“缺位失声”

舆论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中社会监督（外部

监督）的一种，作为公民宪法权利（监督权）的

体现和常见形式，是社会公众运用各种传播媒介

对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表达信念、意见和

态度的活动。2016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颁布，第一次将舆论监督写入了党内法规，

使舆论监督有了强大的政治依据。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发表了许多高瞻远瞩的新思想新观点。

比如长期困扰人们的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问题，

“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新闻媒体要直面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

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对

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意见大反映多的问题，要

积极关注报道，及时解疑释惑，引导心理预期，

推动改进工作。”①然而，现实情况是近几年网络

舆论波涛汹涌。在众声喧哗之际，主流媒体的权

威声音却时常“缺位失声”。

历次重大舆论事件反复证明，缺少主流媒体

的舆论监督和有效引导，舆情演变往往谣言四起

令党的事业遭受更大损失。今年初江苏徐州“铁

链女”事件，当地政府由于传统思维行政陷入

“塔西佗陷阱”，“压舱石”主流媒体一派静悄悄，

任由自媒体包括境外势力推波助澜，舆情如海

啸，终致当地党委政府公信力、媒体形象污损。

今年6月，中国记协公布“中国新闻奖”改革方

案，首次设立“舆论监督报道奖”，以实际行动

鼓励媒体人监视环境，激浊扬清，不辱“耳目喉

舌”职责使命。

二、媒体场域多因一果面临困惑

当代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系统功能发挥，离

不开系统运行环境的支持，反之亦然。作为媒体

固有功能的舆论监督萎缩，说明其内生动力不

足，生态环境变化。广州大学曾丽红教授运用法

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观察调查记者的兴

衰，分析媒体场域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政治、

市场、法律等的影响。

政治场域：“‘媒体场域’作为意识形态合

法化建构的工具，自主性比较脆弱，尽管理论上

高扬新闻专业主义旗帜，但实践中无法摆脱‘低

度自治’的宿命。”②在互联网社会，内外宣物理

界限被打破，客观上曝光问题的舆论监督容易演

变为舆论事件给外宣造成压力。久而久之，“媒

体惯习”蜕变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市场逻辑：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传播

媒介的权利性质由简单的政治权利逐步走向经济

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重叠”③，媒体机构表面架构

上坚持宣传与经营“两分开”，但实际上经营部

门地位特殊，尤其是疫情这几年商业广告腰斩再

腰斩，党政机关单位的宣传费成为创收大头，媒

体多搞舆论监督无异于敲自己的“饭碗”。

法制场域：新闻场域一直缺乏专门法律的刚

性保障，在大量的诽谤诉讼案中，由于法庭主张

“谁报道，谁举证”，令媒体败诉可能性增大。现

实中执法部门粗暴干扰正常采访不胜枚举，如今

年6月，唐山发生烧烤店暴虐女性案，贵州广播

电视台记者前往采访遭刁难，甚至在公安派出所

被逼下跪，令人愤慨徒唤奈何。

三、“监督文化”培育建设的路径选择

舆论监督是一种非权力性质的软监督即“话

语权”。舆论监督的主体——新闻媒体与被监督

者没有支配被支配、管理被管理的关系。新舆论

格局下，舆论监督要回归正常，一方面需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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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机构加强完善制度机制建设，深层长远的则需要

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培育“监督文化”。这是个

艰巨工程，非多管齐下、兼收并蓄难以奏效。

路径之一：改造监督文化生长的社会环境。

监督文化是政治文化的范畴，是一种以民主和法

治为基础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宏观上，全

党要营造支持舆论监督的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意识形态是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

“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统一的”“网络是舆论斗

争的主战场”，各级党组织需严格贯彻落实党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一把手”负总责，宣传

部门具体抓，动员各条战线齐抓共管。加强全社

会新闻素养培训，党政领导干部要善于同媒体打

交道，摒弃“防火防盗防记者”。发生舆论事件

时，要尊重舆论传播规律，讲究传播艺术，主动

设置议题积极引导舆论。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要求，构建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舆

论监督等外部监督有效贯通机制。浙江省委

2014 年开始要求浙江卫视在黄金时间开办“今

日聚焦”舆论监督栏目，重点围绕“三改一拆”

“五水共治”等省委中心工作选题，各地相关领

导和部门要集体收看电视节目，落实整改情况，

同时向省委办公厅督查部门和电视节目组反馈。

浙江卫视 《今日聚焦》 栏目开播后，11 个城市

台和47 个县市台争相开办类似栏目，形成电视

为主、多媒体参与的“浙江聚焦现象”，叫好叫

座引起全国关注。

路径之ニ：不忘新闻理想增强内生动力。中

国新闻事业源头流淌着“文人论政”传统，强调

启蒙思想和监督功能，以邹韬奋、范长江、邵飘

萍等为代表的新闻前辈，追求民族正义，扶助弱

势群体熠熠生辉。媒体机构要虚实结合，在继承

与创新中协调推进监督文化的物质形态、制度规

章、行为模式和价值理念的有机融合。新闻工作

者绝不是“新闻民工”，而是习近平总书记期望

的“党的政策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

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④。作为

“瞭望者”“啄木鸟”，新闻记者要遵守《新闻工

作者职业道德规范》，勇于监督公权力，反腐倡

廉不停歇。制定科学规范的新闻舆论监督制度，

要明确内外有别、稳步推进的原则。要讲求新闻

舆论监督的“时度效”，把握适当的发稿时机、

幅度和频率，避免盲目炒作“刮阵风”。加强职

业教育培训，提高全员专业能力，制定考核激励

办法，对采制“带响”的报道，政治上给荣誉，

经济上给奖励。切实纠正新闻舆论监督中的缺

位、失位、错位和越位现象，

路径之三：组织化推动“数量型”向“质量

型”转变。“当前舆论场呈现出热点易发、多发

善变的显著特征，舆论热点涉及范围广，演变过

程复杂，极易引发社会问题。”⑤面对高难度的舆

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媒体场域”有必要保持高

度敏感性，总体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

变。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集体规范运作，避免

个体行为的“先天不足”和“新闻寻租”，将

“守门员”责任贯穿落实到采编播审各环节。选

题上，舆论监督的重点应该针对那些严重违反党

和国家法纪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要

抓典型事件。特别要注意，不应把批评的矛头对

准那些群众有意见，而我们工作中因限于目前

条件，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实施时，寓舆论

引导于监督中，把握规律性，科学监督；把握

对策性，坚持建设性监督。每次监督报道充分

做好事前分析研判，综合平衡考量，力求达到

揭露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实现舆论监

督与改进工作的良性循环。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的大型“电视问政”活动和“每周聚焦”栏目，

都是市“一把手”重视先搞好顶层设计，由党委

发文，成立高规格专班运作的。“摄像机比推土

机管用”，广播、电视、网络“一拥而上”声势

大效果好，许多县市由怕监督为“求曝光”，比

如，龙泉市城郊结合部有10多家企业多年违章

建筑累计1万多平米，发现问题后长达3年整治

不了。后来借舆论监督的东风，播出后立即组织

200多人进驻集中整治，两个月时间将违法建筑

全部有序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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